
延伸阅读

“嘿，朋友，你吃过涪陵榨菜吗？ ”

相信很多人的回答是“吃过”。“那朋

友，你喝过榨菜咖啡，吃过榨菜月饼、

榨菜汉堡吗？ ”……

在涪陵榨菜的发源地———重庆市

涪陵区，这些看似“奇思妙想”的美食

都正成为现实。

一碟传承

120

余年的“下饭菜”，

为何能紧贴潮流趋势， 焕新出百变

花样？

从

1898

年的长江之滨

走出“中国榨菜之乡”

入冬后， 在素有“世界榨菜第一

村”之称的涪陵区江北街道二渡村，田

间地头一片绿意盎然。 当地最有名的

“土特产” ———青菜头长势喜人， 经过

约

100

天的膨大期，农历新年前后，它

们将迎来丰收。 这是制作榨菜最重要

的原料。

青菜头学名“茎瘤芥”， 是一种喜

冷凉的蔬菜。 位于长江、乌江交汇处的

涪陵地处北纬

30

度， 是名特产品的黄

金地带。 这里多低山浅丘，冬季低温多

雾，雨水连绵不绝，恰好能够让青菜头

充分吸收土里的营养物质， 造就了这

一美味的“鲜香脆嫩”。

1898

年， 涪陵城郊商人邱寿安将

青菜头腌制后脱盐、脱水，制成一种新

型的腌菜， 由于制作过程中要在木箱

里榨除盐水，故取名榨菜。

历经百年发展，涪陵榨菜依托长江

黄金水道通江达海、走向世界，不仅是

重庆市农村经济中产销规模最大、品

牌知名度最高、 辐射带动能力最强的

优势特色产业，也是与欧洲酸黄瓜、德

国甜酸甘蓝并誉的“世界三大名腌

菜”，其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数据显示，涪陵区榨菜全产业链年

产值已突破

140

亿元大关。 当地现有

榨菜股份合作社

197

家， 榨菜生产企

业

41

家， 形成了涪陵青菜头、 全形榨

菜、方便榨菜、出口榨菜四大系列

100

余个产品品种， 年半成品加工能力

80

万吨以上 、 成品加工能力

60

万吨以

上， 产品销往全国各大中城市及县乡

市场 ， 并出口远销

8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带动涪陵及周边区县

60

余万人增

收致富。

一碟小菜凝结着乡土滋味和浓浓

乡愁，从最初百姓餐桌上的佐餐食品，

逐步长成百亿元产值的大产业， 涪陵

也成为享誉中外的“中国榨菜之乡”。

坚持科技兴农

现代科技助榨菜香飘世界

从历经至少

13

道工艺、

28

道工序

的非遗工艺， 到全自动榨菜智能化生

产线，“一碟榨菜”背后闪烁着的，是撬

动产业发展的关键词：绿色与科技。

在中国酱腌菜行业唯一一家上市

公司，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数字化生产车间内 ， 切分、筛

分、脱盐、脱水、拌料、分袋、灭菌、装箱

码垛， 一系列的全流程操作解放了工

人双手，高效又环保。

“智能化、绿色化是酱腌菜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重庆市涪陵榨

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该企业已建成行业内首条年

产

1.6

万吨智能化生产线，实现了从青

菜头淘洗、 拌料到成品包装等生产流

程的全线智能化， 节省了一半以上的

人力成本。

以首条智能化生产线为试点，涪陵

榨菜集团正加快推进“中国榨菜城”建

设，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技术，

建设智慧管理平台和智能化生产体系，

构建完善的绿色生态制造链条，建成投

产后将打造为集智能工艺生产、大数据

高效管理、和谐生态环境、特色工业旅

游于一体的智能制造产业园区。

面积达

503

平方公里的涪陵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按照“以榨菜产业发

展促产业园建设， 以产业园建设促全

区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和“科工农一

体化 ”的发展模式 ，已形成“大产业

+

精加工

+

高科技

+

深融合

+

强服务”

的全产业链格局。

位于产业园核心区的重庆市渝东南

农业科学院，是国内领先的，为青菜头品

种培育和种植提供专业科技支撑的科研

单位， 现保存有国内外芥菜类种质资源

1300

多份， 其中青菜头种质资源

200

多

份，先后自主育成高产、优质、抗逆茎瘤

芥新品种

20

余个，育成品种覆盖全国榨

菜产区面积

70%

以上。

2024

年

9

月

21

日， 迭代升级的“榨

菜产业大脑

2.0

”正式发布上线。该“大脑”

打造了“种菜帮手、加工助手、营销高手、

监管能手、服务好手”

5

个一级核心运用场

景，可有效打破种植户、收购户、榨菜企业

等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 让农户不愁卖，

加工更智能，营销更精准，服务更高效，加

速榨菜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科技创新，成为推动榨菜产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源动力。

推动产业全面开花

农户鼓起腰包扬文化

作为优势产业，涪陵区一以贯之地推

动榨菜产业全面开花， 搭乘乡村振兴的

快车，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比如在江北街道二渡村，榨菜产业综

合收入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

70%

以上 ，

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2.5

万元。

全涪陵有一半以上的人服务于榨菜

产业，当地政府专门成立“榨菜产业发展

中心”，为产业发展指引方向。

比如 ，为助农民增收、企业增效 ，涪

陵区建立“一个保护价、两份保证金、一

条利益链”的榨菜利益联结机制，发挥从

田间地头到商品货架的利益联结“链式

效应”，让农民放心种，让企业有菜收，菜

农人均榨菜纯收入超

3000

元。

根据“保护价

+

随行就市”价格调节

机制，涪陵推行“就高不就低”原则，引导

农户与合作社签订保护价收购协议 ，全

区

70%

以上青菜头种植基地实施订单生

产，有效避免“菜贱伤农”现象；同时，农

户向合作社、 合作社向企业交纳履约保

证金机制， 以履约保证金约束来确保青

菜头种植和收购的稳定。

一代代农户用勤劳双手托起榨菜的

产业发展， 保护传承榨菜文化亦是守护

涪陵历史文脉的方式。

今年

1

月， 在涪陵榨菜创始人邱寿

安故居———邱家大院内，占地约

1.5

万平

方米的重庆涪陵榨菜历史记忆馆正式开

馆， 以入口风貌展示区、 文化核心游览

区、 老宅风情休闲区、 农耕生活体验区

等 ， 全方位展示涪陵榨菜历史 、 技艺

和文化。

为推进榨菜产业农文旅融合， 涪陵

区还打造出黄草山十二居榨菜文化风情

园、二渡村“世界榨菜第一村”等特色项

目， 建成榨菜主题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示范点

38

个 ， 年均吸引游客

200

万人

次， 成功获批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示范区。

越来越多游人走进涪陵，“沉浸式 ”

了解一碟小菜的百年记忆。

做好“榨菜

+

”文章

未来可期

果味脆口榨菜、 巴掌大小的口袋榨

菜、 减盐低卡的榨菜酱……有业界研究

报告显示， 涪陵榨菜正逐步从自家腌制

的家常小菜走向餐饮市场， 并成为人们

郊游、登山、旅行、露营等户外活动中重

要的休闲食品， 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

喜爱。

行业人士认为， 新消费场景的驱动

下，榨菜消费市场正朝着“健康、多元、便

捷、精致”的方向不断演变。

官方表示，未来，涪陵将坚持以抓工

业的理念抓农业，推动农业集群化发展，

发挥包括榨菜在内的百亿级产业带动作

用，探索跨界联名，培育打造榨菜月饼等

“新品”“爆品”，延长产业链条。

力争到

2027

年， 涪陵区青菜头种植

面积达到

75

万亩，总产量达到

190

万吨，

产销成品榨菜

65

万吨以上， 实现产业总

产值

200

亿元，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未

来榨菜产业科创基地，建成全球最大榨菜

产销基地、出口基地和创新中心。

“青疙瘩”变“金疙瘩”，“一碟菜”实

现“富万家”。 面向未来，涪陵榨菜的发展

之路，展现出无限可能。 （钟旖）

“国民下饭菜”圈粉 50 多个国家

今年涪陵榨菜出口额同比增长 21%

以城为名，这里“一碟小菜”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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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红油榨菜 1 个货柜 30 万元、普通

榨菜丝 1 个货柜 20 万元……”12 月

11 日一早， 涪陵榨菜集团国际事业部

负责人赵开宇刚打开微信， 就看到跨

国客户发来的询价信息， 他比对着最

新的产品报价表一一回复，“刚刚又有

客商增加了两个柜”。

今年， 涪陵榨菜集团出口业务成

绩斐然，不少单品在扩大欧美、日韩和

我国港台地区等原有市场的同时，还

加大对多元化国际市场的探索， 对一

些地区的榨菜出口从无到有、 逐渐增

长。 2024 年， 涪陵榨菜全年出口额达

6500 多万元，同比增长 21%。

让产品“开口说话”

翻开赵开宇的微信聊天记录，香

港客商 Alen 被置顶在第一位， 这是他

今年新拓展的客户之一。“香港一直是

我们出口的第一大市场， 今年我们与

当地传媒公司合作， 策划了电梯广告

投放方案， 加大涪陵榨菜品牌的宣发

力度。 ”赵开宇说。

在外贸行业摸爬滚打了七八年，

Alen 负责为香港多家大型超市供货。

今年初，Alen 在一栋写字楼电梯口偶

然看到涪陵榨菜的广告，“少盐”“膳

食”等关键字眼令他眼前一亮。

彼时，Alen 对接的一家超市正准

备更换一批佐餐咸菜， 超市受众以青

年白领为主，产品主打“轻食”“健康”，

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与涪陵榨菜的品牌

定位不谋而合， 便有了参与渠道供货

的想法。

几经周转，Alen 终于联系上赵开

宇。 第一次接洽， 他抱着试一试的想

法， 下单了 20 多万元的红油榨菜单

品，没想到市场表现远超预期，一个月

内就补了 3 次货。 于是，他顺理成章成

了涪陵榨菜授权的一级经销商， 并在

香港地区发展起下线， 今年为涪陵榨

菜带来了近千万元的销售额。

“实力，是我们抢占海外市场的秘

诀。 ”赵开宇说，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近年来， 涪陵榨菜集团不仅对产线进

行数字升级，还不断创新制作工艺，探

索减盐技术、巴氏杀菌、铝箔保鲜等新

工艺，持续擦亮“国民下饭菜”品牌。

与此同时， 他们在海外加大品牌

宣传力度， 今年在香港投放了电梯广

告， 与日本电视台合作将品牌植入综

艺节目、嘉宾互动等环节，还在纽约时

代广场的电子屏投放了巨幅广告。

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多样的营

销模式，涪陵榨菜让产品自己“开口说

话”，展示了古法技艺与现代食品加工的

融合创新， 迅速打开大众市场， 赢得

青睐。

让榨菜融入海外主流市场

前三季度， 榨菜在日本市场的销量

同比增长 30％以上，其中，清淡、低盐型

的风味榨菜占据当地销量的九成以上。

早在七八年前， 涪陵榨菜便进入日

本市场， 但很长一段时间只在华人超市

里打转。 直到去年，他们才与当地一些大

型经销商合作， 成功进入 7—11、 全家、

罗森等一些东京市区的本土便利店。

然而， 产品刚上架就接到消费者的

投诉：有老人反映榨菜吃着塞牙，有人觉

得口味偏咸，有人投诉瓶盖太紧……

为尽快站稳脚跟， 赵开宇带着团队

开展了多轮调研， 逐一解决消费者投诉

的问题：降低产品咸度；将出口日本的榨

菜丝改成榨菜片，让老年人吃着不塞牙；

调整瓶盖与瓶口间的扭力， 让消费者轻

松开盖。

今年以来， 涪陵榨菜在日本市场的

满意度越来越高， 培育出一大批接受榨

菜作为日常料理的本土消费者。

“这几年，我们根据不同国家的市场

反应，开展海外市场本土化策略，使涪陵

榨菜逐渐走出华人圈， 融入当地主流市

场。 ”赵开宇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各式各

样的榨菜小样， 它们看似差别不大实则

暗藏玄机。“出口韩国的榨菜比较重口；

进入美国市场的产品更偏向于大份量、

简包装……”说起不同市场的产品，他如

数家珍。

朋友圈越来越大

翻开涪陵榨菜的全球出口版图 ，你

会发现它已遍布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包括越南 、老挝 、以色列等“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这几年，我们参加了许多

国家级大型展会， 从中寻找榨菜出口的

‘新蓝海’，朋友圈越来越大。 ”赵开宇说。

??以色列是他们挖掘的新市场之一。去年

广交会上， 赵开宇带着多款涪陵榨菜产

品前往参展，其间，一位以色列客商品尝

了好几种口味的涪陵榨菜，直呼“太特别

了”。

广交会最后一天， 这位以色列客商再

次回到展位，赵开宇以为他又要还价，没想

到，对方直接下了两个柜的定金，说：“同价

位的产品里，你们的品质最好。 ”

涪陵榨菜的合作清单越拉越长，不

少“头回客”成了“回头客”。 赵开宇表示，

接下来，他们将积极拓展国际客户群体，

推动榨菜产品向全球产业链、 价值链中

高端攀升。

（王辰阳）


